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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科学家的成长发展对科学事业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女性科学

家在职业发展中面临诸多障碍，需要制定专门政策来推动其成长。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在充分听取相关部门建议、广泛借鉴国际相关经验和系统评估国内现实需求的基础上，
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发展的政策。２０１６年开展的政策评估研究表明，这一系列政策

不仅产生了直接的政策效果，而且获得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评价。科学基金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

的政策作用方式直接、效果显著，覆盖面广、影响范围大，有很强的示范和引导效应，有力地推动了

女性科学家的成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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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女性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及其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越 来 越 多 的 女 性 参

与到科学技术事业之中，女性科学 家 从 科 学 的 边 缘

群体逐 渐 转 变 为 科 研 的 主 力 军。但 由 于 种 种 历 史

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原因，我国女性科学家的职业发

展还面临诸多障碍，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和 机 构 制 订 实 施 支

持性政策，为女性科学家 创 造 宽 松、适 宜、平 等 的 科

研工作环境，提高女性的科研活动 参 与 度 与 科 研 成

就。本文将集中讨论国家自然科学 基 金 委 员 会（以

下简称“基金委”）在促进女性科学家成长 方 面 采 取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意义、过程及其效果。

１　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发展的重要性

１．１　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的意义

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对开发科技人力资源、发
挥国家人才优势有着重要意义。当前女性科技人员

已成为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中至关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据统计，２０１４年我国女性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２　９７１
万人，占全国科技人力资源的４０．５％［１］。为推动我

国科技事业的持续发展，就必须创造条件，让女性科

学家迅速成长，保证社会资源的 充 分 利 用 和 人 才 价

值的实现。
支持女性科学 家 发 展，还 有 助 于 进 一 步 发 挥 女

性的独特优势，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创新效率。男女

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在生活经历 和 个 性 特 征 上 也 存

在较大差异，女性独特的思考视 角 和 研 究 方 式 能 够

为科学技术发展做出 独 特 的 贡 献。大 量 研 究 表 明，
女性独特的研究兴趣有助于拓 宽 科 学 研 究 的 领 域、
科研团队中的性别平衡和多样 性、也 更 有 利 于 提 升

创新绩效［２，３］。
提升女性在科 研 领 域 中 的 能 力 和 地 位，对 促 进

性别平等、推动社会发 展 亦 具 有 深 远 意 义。科 技 职

业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的声望，女 性 在 科 技 领 域 取 得

的成就，显示了她们对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贡献，
将有力地改变社会文化中对女 性 的 偏 见，进 一 步 促

进性别平等。因此，促进 女 性 在 科 研 领 域 中 的 职 业

成长不仅有利于科技事业的发 展，也 是 社 会 发 展 的

题中应有之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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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世界各国推动女性科学家成长的措施

促进女性在科研领域的职业发展已成为许多国

家科技政策的重点关注领域，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
支持女性科学家发展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机会平等

政策向倾斜性政策转变的过程［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前，各国主要通过制定实施保障女 性 与 男 性 享 有 平

等权利和机会的法律法规来保障科研领域的性别平

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支持女性科学家的政策进入

倾斜性政策的新阶段，这些政策可以分为４种类型：
（１）直接倾向女性的政策，即专门适用于女性，帮助

她们晋升科 研 职 位 和 开 展 科 研 工 作；（２）与 女 性 的

特殊生理和社会需求相联系的政 策，如 帮 助 因 生 育

而中断科研 工 作 的 女 性 重 返 工 作 岗 位；（３）实 施 配

额制，如在项目申请和决策层中规 定 女 性 的 最 低 比

例；（４）改变科研制度环境，鼓励科研机构采取促进

女性发展的措施［３］。
国际经验还显 示，公 共 科 研 资 助 机 构 承 担 着 分

配科研资源、引导科研活动的责任，是推动科研领域

性别平等的重要力量。科研资助机构可以在以下方

面促进性别 平 等：（１）在 项 目 申 请 和 评 审 过 程 中 关

注性别平等问题，杜绝性别歧视；（２）在课题实施中

给予女性更多灵活性，如允许女性 因 为 生 育 而 延 迟

结题、帮助女性科研人员兼顾事业和家庭等；（３）在

对科研成果的考核中更强调科研 成 果 的 社 会 影 响，
以及可能产生的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作用［５］。同时

还可以通过吸纳更多女性科学家参与项目评审和政

策制定，促进高层次人才发展，通过监测与发布分性

别统计的科研人员申请和承担项 目 情 况 等，适 时 调

整和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等等［６］。

１．３　我国推动女性科学家成长的政策措施

尽管女性已在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体中占据了

相当比重，但她们在高层次人才中 的 占 比 却 一 直 偏

低。比如，截至２０１４年，我 国 普 通 高 校 专 任 教 师 中

的女性比例为４８％，但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女性在正

高级职称教 师 中 占 比 仅 为２９％［７］；再 如，截 至２０１５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共７７７人，其中女性仅占６％［８］。
女性科技人力资源的不断增长与高层次女性科技人

才的缺席之间出现了明显反差，这 种 反 差 意 味 着 有

大量科技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 分 利 用，不 利 于 科

学事业的发展。
为进一步提升 女 性 科 学 家 的 能 力，加 快 其 发 展

成长的速 度，我 国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相 关 的 政 策 措 施。

２００８年实施的《科技进步法（修订案）》第５３条明确

指出，女性 科 技 人 员 在 科 研 活 动 中 享 有 平 等 权 利。
自２０１０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部、全国妇联

等机构纷纷出台具体的政策和措 施，有 力 地 促 进 了

我国女 性 科 学 家 的 成 长。基 金 委 利 用 这 一 有 利 时

机，根据科研资助机构的特点和优势，出台了支持女

性科学家成长的政策措施。以下我们将详细介绍科

学基 金 支 持 女 性 科 学 家 成 长 的 基 本 情 况 以 及２０１０
年相关政策出台的具体过程。

２　科学基金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的政策

２．１　２０１０年前科学基金对女性科学家的支持

基金委成立以来，一直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实行尊 重 科 学、发 扬 民 主、提 倡 竞 争、促 进 合

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 的 方 针，这 些 原 则 方 针 从 根

本上保 障 了 女 性 申 请 者 与 男 性 的 平 等 竞 争。２０１０
年之前，基金委主要通过资助女 性 科 学 家 开 展 研 究

工作和吸纳女性科学家参与评 审 工 作，促 进 女 性 在

科学领域的 成 长 发 展，取 得 了 良 好 的 效 果［９］。基 金

委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在项目资助方面，１９８６
年获得科 学 基 金 资 助 的 女 性 科 学 家 项 目 负 责 人 为

５１２人次，到２００９年已增长至５　００４人次，增长近１０
倍；１９８６年参与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议的女性科学

家不足千人，到２００９年 已 超 过４　５００人；１９８６年 进

入评审组的女性科学家只有２３人，仅占评审组成员

人数的４．７％，２０１０年进入评审组的女性为１４１人，
所占比例升至９．２％。

值得注意的是，尽 管 女 性 获 得 基 金 项 目 资 助 和

参与评审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无 论 在 申 请 和 获 得 资

助的数 量 上，女 性 与 男 性 仍 存 在 较 大 的 差 距。以

２００９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例，申请者中女性仅占

３６％，６４％为男性；受资助者中女性占３３％，而男性

比例为６７％，是 女 性 的 两 倍。而 在 重 点、杰 青 等 更

高层 次 的 项 目 中，女 性 与 男 性 的 差 距 更 大。２００９
年，重点和 杰 青 项 目 的 申 请 人 中，女 性 仅 占 总 数 的

１０％，受资助者中女性占比未达１０％。
可以说，在２０１０年之前基金委并未制订促进女

性科学家成长的特殊政策，对女 性 科 学 家 的 支 持 主

要是基于对男女一视同仁的原 则，通 过 强 调 项 目 评

审的公平公正来杜绝性别歧视、保 障 女 性 的 平 等 权

利。这些政策强调机会 的 平 等，但 忽 视 了 男 女 在 科

研结果上的不平等。而男女在科研地位和成就上的

显著不平等，促使基金委开始考 虑 制 定 专 门 针 对 女

性的倾斜性支持政策。此 外，根 据 科 研 中 的 优 势 积

累理论，男性和女性最终表现出 的 在 科 研 成 就 和 工

作地位上的差距是逐步累积的，是 建 立 在 其 职 业 生

涯中的每一步差距的基础上的［１０］。因此，在女性科

学家职业发展阶段的早期给予其更多职业发展的机

会，对其成长发展具有 更 为 重 要 的 意 义。这 也 成 为

基金委出台相关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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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科 学 基 金 促 进 女 性 科 学 家 成 长 政 策 出 台 的

契机

　　我国女性科学家对于科学基金促进女性发展一

直有较强的政策需求。随着科学基金规模的不断扩

大和女性申请人数量的迅速增长，女 性 科 学 家 的 职

业发展与 其 所 面 临 的 各 种 障 碍 之 间 的 矛 盾 日 益 突

出，她们不断呼吁科学基金能够在 项 目 资 助 等 方 面

采取切实措施，为缓解女性科学家 成 长 面 临 的 挑 战

提供更直接的帮助。
科学基金一向将提升基金资助和管理的国际化

水平作为重要的发展任务之一，而 对 性 别 问 题 的 关

注是正是体现其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２０１０年，
基金委成立２５周年进行的国际评 估 特 别 关 注 了 基

金委在性别问题上的表现，在肯定 基 金 委 评 审 程 序

中对于女性科学家的关注的同时，也 指 出 了 存 在 的

问题，如女性申请人比男性更难获得资助，以及对于

青年科研人员年龄的划分可能导致资源分配出现偏

差，无形中造成对女性的不公等［１１］。国际化发展战

略为基金委出台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的政策提供了

经验和动力。

２００９年９月，全国妇联联合中组部、教育部、科

技部、国资委、中 科 院、社 科 院、基 金 委、中 国 科 协 等

１０个部门开展“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

策推动项目”，要求各相关部门共 同 采 取 措 施，切 实

促进女性人才、特别是高 层 次 人 才 的 发 展。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组 织 相 关 部 门 专

门研究如何发挥科学基金的独特 优 势，进 一 步 促 进

科研领域中的性别平等。基金委也抓住这一有利时

机，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的政策。

２．３　政策选项设计与可行性分析

基金委在制订 相 关 政 策 时，严 格 遵 循 决 策 科 学

化、民主化的原则，进行了 缜 密 的 调 查 研 究 和 论 证，
在充分听取国内相关部门的政策 建 议、广 泛 总 结 国

际先进经验、系统了解女性科学家 政 策 需 求 和 考 虑

国内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设计出政策选项。基金委政

策局还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开

展有关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政策 的 研 究，并 组 织 了

一项问卷调查，以了解相关科学家 群 体 对 基 金 委 拟

出台的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政策的态度和意见。课

题组在２００９年所有基金申请者中随机抽取了７　６００
人，并于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８月间通过发放电子邮件对

他（她）们进行调查。最后回收问卷４　６４８份，回收率

为６１．２％。在综合考量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后，最

终确定了可行的政策方案。当时具体考察的政策选

项包括：
（１）允许女性因生育、哺乳等原因，延长其承担

项目的结题时间。由于女性在怀孕分娩中的特别处

境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利地 位，我 国 法 律 对 孕 产

期妇女制定了特殊的保护措施，根 据 女 性 的 特 殊 需

要和特点对其采取特殊支持措施有充分的法律和政

策依据［１２］。女 性 科 研 人 员 由 于 怀 孕 和 哺 乳 往 往 需

中断其职业生涯，由于现代科研工作时效性强、知识

更新快，一年乃至半年的中断都 会 给 职 业 发 展 带 来

不利影响。调查 中 发 现，４７．８％的 女 申 请 人 因 为 生

孩子中断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达 半 年 以 上，而 男 性 的

这一比例仅 为９．２％。在 孩 子 满 一 岁 前，３６．６％的

女性的工作时间比平时减少一 半 以 上，而 男 性 的 这

一比例则为６．９％。因此，根据女性的生理特点，为

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不 仅 体 现 了 对 女 性 科

学家的人文关怀，也是保证性别平等、促进女性科学

家成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调查显示，对这一政策，近
八成（７９．７％）的被调查 表 示 赞 成，而 且 在 男 女 之 间

没有太大差异。
（２）放宽女性科研人员申请科学基金项目的年

龄上限。我国家庭中传统的“男 主 外、女 主 内”思 想

仍然影响深远，女性仍是家务劳 动 和 家 人 照 料 活 动

的主要承担者。女性的科研工作与家庭责任之间存

在着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在３６～５０岁年龄

段的女性科学家中表现尤为明 显，由 于 这 一 年 龄 段

的女科学家需要承担更多的生 育、抚 育 和 其 他 家 庭

责任，她们在职称晋升、学 术 交 流、科 研 活 动 等 方 面

开始与男性拉开距离。因此有必要通过放宽申请年

龄上限等政策为该年龄段的女性科研人员提供特别

支持。调查 结 果 显 示，在 被 调 查 的 科 研 人 员 中，有

６８．９％的人赞成该政策。不同性别的赞成比例有一

定差 距，女 性 中 有 ７８．１％ 表 示 赞 成，男 性 中 有

５６．７％赞成。
（３）增加专家评审组中女性的数量。科研领导

和决策人员在科研资源的动员、分配、使用上处于更

有利的地位，对女性的成长影响更大，因此在领导和

决策层中女性比例过低也是阻碍女性科学家发展的

重要原因。在科学基金 资 助 工 作 中，会 议 评 审 专 家

是决定申请是否通过的重要决 策 者，但 以 往 基 金 委

的评审组中女性比例过低，不利于女性科学家成长。
因此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吸纳 更 多 的 女 性 科 学 家

加入评审队伍。对这一 政 策 选 项 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总体中５４．３％的被调查者表示赞成。女性对此表示

赞成的比例更高，达７１．８％，男性赞成比例为３０．８％。
（４）在项目评审中采取“同等条件下女性优先”

原则。在我国各种法律、法 规 和 部 门 规 章 中，“同 等

条件女性优先”原则已广泛使用，是一种经常被采用

的针对特殊群体的倾斜性措施。基金委在以往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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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申请和评审过程中已经在实质上采 取 了“同

等条件下女性优先”的立场，此次则利用出台系列政

策的机会，将此原则明确 以 政 策 形 式 提 出。或 许 是

由于此项政策的原则性较强，调查结果显示，该政策

的总体受支持程度相对 较 低。但 即 使 如 此，总 体 中

赞成的比例仍然过半，达５０．７％。而且男女的态度

存在较大差异，７０．２％的女性表示赞成，２４．４％的男

性赞成。

２．４　政策的出台

在科学、缜密的政策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基金

委把握具体的政策时机，自２０１０年起陆续推出了一

系列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的倾斜性政策，主要包括：
（１）２０１０年初，首次在评审工作意见 中 明 确 提

出“在各类项目评审中，注意把握在同等条件下女性

科研人员优先的资助政策”，作为针对评审过程的建

议性指导原则。
（２）自２０１１年 起，实 施 了“放 宽 女 性 申 请 青 年

科学基金的年龄到４０岁”，“明确女性可以因生育而

延长在研项目结题时间”，以及“逐步增加 专 家 评 审

组中的女性成员人数”这三项政策。此外，还加大了

科学基金资助女性科研人员成果 的 宣 传 力 度，为 青

年女性科研人员提供更多的“角色榜样”，同 时 动 态

监测分性别统计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有关性别平等

的状况，为持续改善女性科研人员 受 资 助 状 况 提 供

可靠的依据。
（３）２０１２年新 设 立“优 秀 青 年 科 学 基 金”项 目

时，也考虑到了对于女性的支持，将女性科研人员申

请优秀青年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的 年 龄 上 限 设 为 未 满４０
岁（男性为未满３８岁）。

３　科 学 基 金 支 持 女 性 科 学 家 发 展 的 政 策

效果

　　科学基金从２０１０年开 始 实 施 一 系 列 支 持 女 性

科学家成长的倾斜性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果，
在科技界引起了重大反响。为准确了解相关政策的

实施效果，基金委政策局于２０１５年委托中国科学技

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开展对相关政策效果的评

估研究。研究的初步结果 表 明，相 关 政 策 对 我 国 女

性科学家成长和我国科学事业发展都起到了较明显

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在以下两个方面。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女性

申请人数和女性申请人占比

图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女性受

资助人数和女性受资助者占比

３．１　女性科学家申请基金和获得资助的 情 况 有 明

显改善

　　科学基金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政策所产生的效

果，最直观地表现为女性科学家申 请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的积极性提高，以及其资 助 率 的 上 升。以 相 关 政 策

重点关注的青年基金的申请与资 助 为 例，我 们 根 据

基金委信息中 心 提 供 的 数 据 绘 制 图１和 图２，分 别

显示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女性申

请和受资助的数量和占比的变化情况。从图中首先

可以看到，在基金委集中出台支 持 女 性 科 学 家 政 策

的２０１１年，青年基金女性申请和受资助的情况有了

一次“跳跃式”发展。与２０１０年相比，青年基金的女

性申请人数量从１３　２４４人上升到２５　６９４人，增长率

为９４％（同期男性申请人数量增长率为２３％），女性

申请人占比从３６％上涨到４７％；女性受资助者人数

从２　７２７人上升到５　６２７人，增长率为１０６％（同期男

性受资助者 数 量 增 长 率 为３３％），女 性 受 资 助 者 占

比则从３３％上升到４３％。
在２０１１年女性申请和受资助情况跃上新台阶

后，就一直较稳定地保 持 在 新 的 高 水 平 之 上。我 们

可以再比较一下从政 策 实 施 之 前 的２００９年 到 政 策

实施一段时间后的２０１５年之间的变化情况。２００９
年，申请青年基金的女性人数 为１０　１３０人，２０１５年

增长到３１　３２７人，７年时间增长了３倍，而同期男性

申请人数只增长了不到２倍。女性申请人占青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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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申请人 总 体 的 比 例 也 从２００９年 的３６％增 长 到

２０１５年的４８％。同时，女性科学家获得青年基金项

目资助 的 数 量 在７年 中 也 快 速 增 长，２００９年 仅 有

１　９９１名女性受资助，到２０１５年，已经有６　５９３名女

性受资助，增长了３倍多。女 性 受 资 助 人 数 占 总 数

的比例也从２００９年的３３％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４１％。
这表明基金委制定的一系列支持女性科学家发展的

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提升 了 女 性 申 请 青 年

基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女性获得资助的

人数和比例，使更多的女性得到资助，为她们的成长

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３．２　科研人员对相关政策的效果给予高度评价

为准确评估相关政策的效果，课题组还在２０１６
年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的对 象 是 与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相关的科研人员，包括科学基金的承担者、
申请者和潜在申请者，通过国家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的 依

托单位（大学、科研院所、医疗卫生 机 构、企 业 等）进

行抽 样。首 先 从 所 有 依 托 单 位 中 按ＰＰＳ原 则 随 机

抽取出１３５个单 位，然 后 在 科 研 人 员 规 模５００人 以

上的单位中分别抽取３个符合学科条件的 院 系（规

模在５００人以下的单位不再抽样），最后向被抽出院

系的所有科研 人 员 发 送 调 查 问 卷。调 查 于２０１６年

５～６月间用 网 络 调 查 方 式 实 施。共 向１２　０４０名 科

研人员发送 了 调 查 链 接，最 终 回 收 有 效 问 卷５　８０２
份，有效回 收 率 为４８．２％。调 查 结 果 显 示，我 国 科

研人员对科学基金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政策的效果

普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表１）。
科研人员普遍认可相关政策对我国女性科学家

成长的积极作用。由表１结果可见，科研人员对“放

宽女性申 请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的 年 龄 上 限 由３５至４０
岁”政策的认可度最高，８１．３％的科研人员认为这对

我国女性科学家的成长有积极影响。其他４项政策

的认可度略低，但认为这些政策对 我 国 女 性 科 学 家

的成长有积极影响的比例也均在７成左右。
大部分科研人员认为相关政策对我国科学事业

发展亦 具 有 积 极 作 用。超 过 六 成 的 科 研 人 员 认 为

“放宽女性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年龄上限由３５岁至

４０岁”、“女性科研人员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的年龄上限为未满４０岁（男性为 未 满３８岁）”、“允

许女性因生育、哺乳等原因，延长其承担项目的结题

时间”这三项政策对自己所在学科产生了 积 极 的 影

响。“在项目评审中采取‘同等条件下女性 优 先’的

原则”“逐步增加会议专家组中的女性成员人数”的

认可度略低，但也都有一半以上的 被 调 查 者 表 示 认

可其对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
男性科学家也 同 样 认 可 相 关 政 策 的 积 极 作 用。

科学基金实施的相关政策不仅得到女性科学家的高

度认可，多数男性科研人员也认 为 这 些 政 策 产 生 了

积极作用。例如，七成左右的男性科研人员认为“放

宽女性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年龄上限由３５岁至４０
岁”、“女性科研人员申请优秀青年科学 基 金 项 目 的

年龄上限为未满４０岁（男性为 未 满３８岁）”、“允 许

女性因生育、哺乳等原因，延长其承担项目的结题时

间”这些 政 策 对 我 国 女 性 科 学 家 成 长 有 积 极 作 用。
半数以上男性科学家认为“放宽女性申 请 青 年 科 学

基金的年龄上限由３５岁至４０岁”、“女 性 科 研 人 员

申请优秀青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的 年 龄 上 限 为 未 满４０
岁（男性为未满３８岁）”、“允许 女 性 因 生 育、哺 乳 等

原因，延长其承担项目的结题时间”等政策对本人所

在学科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４　讨　论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基金委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促进

表１　我国科研人员认为科学基金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相关政策产生积极影响的比例（％）

政策内容

认为该政策对我国女性科学家

的成长有积极影响的比例

认为该政策对自已所在学科

的发展有积极影响的比例

总体 女性 男性 总体 女性 男性

女性科研人员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

上限由当年未满３５岁放宽至未满４０岁
８１．３　 ８９．７　 ７５．２　 ６８．３　 ８１．０　 ５８．６

女性科研人员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年龄上限为未满４０岁（男性为未满３８岁）
７６．０　 ８５．０　 ６９．２　 ６６．９　 ７８．９　 ５７．８

允许女性因生 育、哺 乳 等 原 因 延 长 其 承 担 项

目的结题时间
７５．９　 ８６．１　 ６８．１　 ６４．０　 ７８．６　 ５２．８

在项目评审中采取" 同等条件下女性优先" 的

原则
７０．０　 ８６．３　 ５７．５　 ５６．８　 ８０．３　 ３８．７

逐步增加会议专家组中的女性成员人数 ６５．１　 ７７．６　 ５５．６　 ５３．３　 ７２．２　 ３８．８

　　＊ 数据来源：２０１６年基金委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政策效果评估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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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科学家的发展。这些政策措施既是对我国女性

科学家发展需求的有效回应，也与 国 际 科 技 政 策 发

展中对性别平等、多样性、创 新 的 追 求 相 符，是 基 金

委把负责任的科学管理和资助与我国科技发展的现

实需求相结合的一个范例。本文通过对相关政策的

背景、出台过程及实施效果的系统梳理，发现科学基

金在支持 女 性 科 学 家 成 长 方 面 表 现 出 一 些 特 别 的

优势：
优势之一是 作 用 方 式 直 接、效 果 显 著。科 学 基

金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主要有两 种 方 式，一 是 资 助

女性科研人员开展研究的直接方 式，一 是 吸 纳 女 性

科研人员参加评审工作的方式，两 种 方 式 都 对 女 性

科学家成长有重要作用。尤 其 是 在 大 科 学 时 代，科

研资助已成为保证科研成果产出 的 最 关 键 因 素，根

据女性科学家的需求和面临的问 题，对 其 进 行 倾 斜

性的资助，是促进其成长 发 展 的 最 有 效 途 径。科 学

基金的相 关 政 策 既 有 短 期 效 果，也 有 中 长 期 效 果。
短期效果表现为提升女性科学家申请基金的积极性

和受资助比例，而中长期效果则是 通 过 资 助 女 性 科

学家的科研活动和吸纳女性科学 家 参 加 评 审，进 一

步增加其科研能力，提高女性在科 研 领 域 的 地 位 和

成就，这些效果将在未来更长的时间段里逐步显现。
优势之二是 政 策 覆 盖 面 广，影 响 范 围 大。此 次

科学基金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的政策涉及到几乎所

有项目申请人和潜在申请人，处于 职 业 生 涯 早 期 的

青年女性科学家固然可以从项目 申 请 年 限 放 宽、允

许因怀孕哺乳等原因延期结项等 政 策 中 直 接 获 益，
而那些已经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高端女性人才亦可

受益于优青申请年限放宽和增加会议评审专家中女

性人数等政策，继续冲击新的科学高峰。此外，基金

委的性别政策还有利于中国科技事业的开放和国际

化，其影响不仅惠及本土女性科学家的职业发展，也
有助于广纳海外英才。

优势之三是有很强的示范和引导效应。科学基

金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重 要 贡 献，在 科 技

界中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有着 较 强 的 社 会 影 响

力。基金委出台的一系列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的政

策，除了政策本身产生的效果外，还在科学界产生了

重大的示范和引导效应。不仅可以在科研资助机构

中树立榜样，激励更多资助机构制 定 支 持 女 性 发 展

的政策，更可以对以科学基金依托 单 位 为 代 表 的 科

研管理机构起到一种政策引导作 用，推 动 其 积 极 营

造对女性科学家更为友好的组织环境。
支持女性科学 家 成 长 是 一 项 长 期 的、复 杂 的 社

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科学界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和努力，也需要根据形势 变 化 不 断 调 整 政 策。当 前

我国已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 常 态，创 新 创 业 成 为

时代主旋律，学术劳动力市场的 竞 争 也 因 之 日 趋 激

烈。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已开始在科研人员聘用时

试行“非升即走”制度，要求研究人员在 一 定 聘 期 内

完成职业晋升，否则就 转 岗 甚 至 解 聘。而 在 面 临 更

为激烈的学术竞争的同时，女性科学家，尤其是处于

职业生涯早期的女性科学家还承担着因放开二胎生

育等政策导致 的 来 自 家 庭 的 压 力，家 庭—事 业 的 矛

盾更为突出。新形势的变化既为女性科学家的成长

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科学基

金有必要根据形势变化进一步 调 整 相 关 政 策，继 续

支持女性科学家成长，继续为女 性 科 学 家 的 职 业 发

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致谢　本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政策局

软课题项目（Ｌ４２２０６２）资助，基金委郑永和、龚旭老

师等对本文提供了建设性意见，调查过程得到刘卫、
李东、孙粒等多位老师的大力支持，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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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信息·

我国科学家发现乳腺癌多靶器官转移的新的信号通路

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 金（项 目 批 准 号：８１３７２８４０）等 资 助 下，同 济 大 学 高 华 教 授 研 究 组 与 美 国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Ｓｌｏａｎ　Ｋｅｔｔｅｒｉ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开展合作研究，发现了乳腺癌多靶器官转移的新的信号通路，揭示了微环境

中的细胞外基 质 在 肿 瘤 转 移 复 发 中 的 重 要 作 用，为 肿 瘤 的 靶 向 治 疗 提 供 了 新 的 候 选 靶 点。研 究 成 果 以

“Ｍｕｌｔｉ－ｏｒｇａｎ　Ｓｉｔｅ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ｂｙ　Ｎｏｎ－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ｉｄｉｎ　Ｄｏｍａ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１Ｓｉｇｎａ－
ｌｉｎｇ”（介导乳腺癌 多 靶 器 官 转 移 的 新 的ＤＤＲ１受 体 信 号 通 路）为 题 在Ｃｅｌｌ发 表（论 文 链 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ｅｌｌ．ｃｏｍ／ｃｅｌ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００９２－８６７４（１６）３０７３８－３）。

肿瘤转移复发是绝大部分肿瘤病人死亡的最直接原因。尽管肿瘤转移复发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是

关于其机制研究，特别是肿瘤向多个靶器官转移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核心的信号转导通路和转录调控，尚不

清楚。作为细胞外基质的纤丝状胶原蛋白广泛存在于人体组织器官，如Ｉ型胶原蛋白等。肿瘤相关成纤维

细胞能够将它们组装成高度有序的多聚体———胶原纤丝和胶原纤维，这些多聚物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信号转

导机制，影响着肿瘤细胞的黏附、迁移和增殖。
该研究组前期利用乳腺癌转移复发的小鼠模型，设计和运用高通量全基因组大规模的筛选模型，发现了

一个强有力的促转移基因ＴＭ４ＳＦ１（ＰＮＡＳ，２０１４）。ＴＭ４ＳＦ１是一个进化上特异的四次跨膜蛋白家族的成

员，作为一个“肿瘤特异性”的抗原，在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和卵巢癌等多种肿瘤中表达上调。ＤＤＲ１则是

具有酪氨酸蛋白激酶活性的胶原蛋白受体，在多种肿瘤如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等肿瘤中发生扩增。通过

进一步合作研究，研究 人 员 发 现 可 溶 性 的Ｉ型 胶 原 蛋 白 或 胶 原 纤 丝，激 活 胶 原 蛋 白 受 体ＤＤＲ１，通 过 耦 联

ＴＭ４ＳＦ１，激活ＰＫＣα－ＪＡＫ２－ＳＴＡＴ３信号通路，进而促进下游Ｓｏｘ２、Ｏｃｔ４、Ｎａｎｏｇ等多能转录因子的表达，增
强了肿瘤干细胞的特性，促进了乳腺癌的转移复发。临床样本分析证明，该信号通路和乳腺癌病人的转移复

发以及生存高度相关。该研究结果鉴定出了一个新的信号转导机制，它使得乳腺癌细胞能够利用细胞外基

质中最丰富表达的Ｉ型胶原蛋白，在多个靶器官转移。

（供稿：医学科学部　洪微　石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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